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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合肥市琥珀街道的耿承
继大爷特别喜欢乐器，他不仅精
通笛子、二胡，还组建了一支民乐
队，带着近30位精通乐器的老伙
伴们一起享受音乐的乐趣。

七旬老翁组建民乐队
带着伙伴们一起“乐呵”

大爷自幼喜欢乐器，擅长笛子、二胡

78岁的耿大爷从小爱好文艺，尤其喜欢乐器，上中
学时，班里举行文艺活动，但没有人会吹笛子，“我便自
告奋勇说：‘我来学吧！’”凭借惊人的天赋，他很快学会
了吹笛子。

工作后，擅长文艺的耿大爷还成为单位的文艺
骨干，但直到退休后，他才有时间学习新的乐器。

“退休后，我专程去老年大学学习拉二胡。”起初，他
学得非常吃力，但凭着一股韧劲和勤学苦练，仅仅
学了半年时间，他便能拉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组建民乐队，带着老伙伴们一起“乐呵”

2006 年，耿大爷萌生了组建一支民乐队的念
头，“我发现，身边不少老伙伴都十分寂寞，生活也

十分单调。”他希望通过音乐，让大伙的生活充满欢
声笑语。

民乐队刚组建时还不到 10 个人，如今，经过
9 年的发展，已有近 30 名队员，“队员们个个都很
有才。”他说，既有精通二胡、笛子的，又有擅长芦
笙、高胡、唢呐的。

多年来，队员们一直坚持勤学苦练，每周，他
们都要聚在一起排练两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
如今民乐队在合肥市小有名气，经常受邀参加演
出、比赛。

耿大爷的热心不仅为老伙伴们带来了欢声笑
语，还为自己带来了荣誉，最近，他还荣获了琥珀街
道“十佳优秀志愿者”的称号，“获不获得荣誉不重
要，只要老伙伴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我就心满意
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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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道。
——《老子》”

健康快乐周刊

两位老人因为照顾孩子而结缘

闻奶奶是南方人，1958 年因为工作调动来到
合肥，在合肥市运输公司上班，那个年代还是住在
三里街的平房里，“纪奶奶是我同事的家属，我们也
是邻居，都在平房里住，因为她丈夫姓孙，大家都喊
她孙妈。”

闻奶奶说，因为工作忙，上世纪 70 年代，她最
小的孩子出生后没人带，正好纪奶奶在家，她主动
要求帮助闻奶奶带孩子，这一带就是 7 年的时间。
也就在这几年时间内，两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纪奶奶一生未生育，丈夫在上世纪 80 年代去
世了，她也没有工作，闻奶奶非常照顾她，常常送一
些吃的、穿的给她。

没地方住自己出钱买下房子

后来她们住的平房拆迁，纪奶奶一直住在公家的
房子里，但公家要纪奶奶把房子买下来，不然就要收
回，这下纪奶奶非常着急，找到闻奶奶商量，“少说也要
几万块钱，她没有钱，就来找我，我看她实在可怜，没有
房子，也没有家人，就跟儿子商量，把房子买了下来，房

产证还是她的名字。”
对于这点，很多人不理解，都说如果纪奶奶反

悔的话，闻奶奶家的钱不是白花了，不过对于这些，
闻奶奶看得很开，她非常相信姐妹之间的情谊。

瘫痪后妹妹照顾一年多时间

从那之后，纪奶奶就在此住下，平时靠拾垃圾卖废
品为生，不过在2011年，纪奶奶一不留神摔成了瘫痪，
从那之后，就一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闻奶奶自此便
开始照顾她。

“但我自己也80岁了，身体也不太好，照顾一年
多实在吃不消了，后来便在大家的帮忙下把她送到
了养老院。”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当时闻奶奶找到他
们一起帮忙将纪奶奶送往养老院，“纪奶奶已经90
多岁了，除了一些低保、补助之外，养老院里需要的
费用都是闻奶奶掏的。”

为照顾姐姐自己母亲过世也没参加

说起照顾瘫痪在床的纪奶奶，闻奶奶有一丝遗
憾，“前年我母亲在老家去世，100 多岁了，可是纪
奶奶不让我去送，说我走了，谁来照顾她。”因此闻
奶奶没有见到自己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送终尽自
己为人女儿的孝，“希望母亲能理解我吧。”

现在，闻奶奶每个月都会去磨店纪奶奶住的养
老院去看望她，一开始都是自己去，后来退休的大
女儿陪着她一起去，帮助纪奶奶洗洗澡，聊聊天。

“我自己身体也不好，今年 6 月份高血压住院
了，那个月就我大女儿去的养老院，可纪奶奶没看
见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说到这里，闻奶奶眼里也
噙满了泪水，“虽然她年纪比我大，算起来她身体比
我还好一些，万一以后我走了，她可怎么办。”

姐妹情缘跨越半个世纪

80岁老太帮扶90岁老太风雨40载
□ 牛红磊 王玲玉 记者 祁琳

每个月，家住合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的闻奶
奶，都要前往磨店的养老院，去看望瘫痪的纪奶
奶，每次都带去很多好吃的东西，帮纪奶奶洗澡洗
头，打扫卫生，两位老人也会在一起唠嗑，消磨时
间，如果闻奶奶没有按时出现，纪奶奶就会急哭
了。这两位老人长达半世纪的姐妹情故事，在三
里街街道辖区内，谁说起来，都要翘起拇指。

坚守：为工作，重病民警写了2封承诺书

王开满是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方庙派出
所的一名普通民警，现年 50 岁的他，2010 年正
式来到派出所上班，因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受到
了一致好评。然而，4 年前，王开满在一次体检
中被查出患有恶性淋巴癌，在 3 个月时间里，他
先后经过 8 次化疗，病情才得以控制，医生嘱咐
他要多加休息。

回到家后，他整个人的心都空了。“不行，我
要回去工作，就算在工作中倒下也愿意！”第二
天，他穿上警服，来到所里向单位领导申请上
班。

单位领导很意外，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坚
决要他安心在家静养。可他却想着法打消领导
的顾虑，并先后写下两封承诺书请求继续工
作。“我自愿参加工作，如果我倒在岗位上，我自
己负全责，不牵涉到任何人……”这是王开满写
的第一封承诺书，当时，在其前领导杜和金看
来，王开满的行为简直不可理解。“哪能身体刚
刚恢复就要工作，以各种理由回绝了他，谁知最
后变成他在劝说我。”杜和金说。

就这样，王开满回到派出所工作，从治安
民警到消防民警，又从消防民警到社区民警，
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他都如正常人一样工作
着。

每天走访旅馆，摘除多家“黑店”

小微旅馆、网吧、休闲场所等涉及特种设备
的地方，由于人多事杂，一直是较难监管的区
域。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他自己提出要从事特
行查处和消防工作。为了做好这块工作，他在
前期的摸排中，每天最多走访 6 家旅馆，连续 2
个月时间，他将自己辖区内 77 家旅馆、21 家网
吧、6 家休闲场所等涉及特种设备的地方，全部
走访调查一番。

“我一般都会穿着便装，先暗访一下，如果这
些商户存在违规行为，我会直接亮明身份，依法
行事。”王开满说，这些地方如果不全面整顿，容
易造成未成年人上网，无证经营，严重的话，还
会成为犯罪分子的容身之所。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 次化疗后，虽然身
体已渐渐恢复，但除去医保外，24 万多元的医
疗费用也让家里倍感压力，家里现在还租房
住。即便这样，王开满还经常帮助比自己更困
难的居民。

现在王开满主要负责两个小区 8000 余户
居民的公安管理工作，经过观察，他看到蓝领
公寓小区的一户人家，男主人身患残疾，当保
安每月 800 元收入，女主人身体不好，无法工
作。“我看到他们家太困难了，我十分想帮助他
们，但自己能力很有限，就逢节的时候，送点大
米和油。”

5旬民警身患淋巴癌
坚守一线“疯狂”工作
他写承诺书称：
“就算在工作中倒下也愿意”

8次化疗后，合肥民警王开满头发稀疏，身形消瘦
许多。自从得了淋巴癌，3个月的化疗期是他工作以
来休息最久的一次。可身体才恢复，他就要求返回工
作岗位。并写下承诺书称“就算在工作中倒下也愿意，
责任自负”。

□合公新 记者 王玮伟


